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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一鸣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和完善，上市公司
对投资者关系管理愈发重视。而股东回馈活动作为
其中的重要一环，正以多样化的形式呈现，成为市场
关注的热点。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16日记者发稿，
年内已有8家A股上市公司开展股东回馈活动。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积极开展股东回馈活动的上市公司，
向市场传递出重视股东利益的信号，塑造具有社会
责任感的良好形象，这种形象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
者的关注和青睐，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的
基础。

具体来看，5月16日，安徽迎驾贡酒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迎驾贡酒”）发布公告称，为感谢股东
对公司的支持与厚爱，公司开展“迎驾贡酒上市十周
年股东回馈”活动。

记者以股东身份认证后了解到，活动为限量“迎
驾贡酒大师版上市十周年纪念酒”（60度599ml）15280
瓶，每人限购20瓶，股东券后优惠价1199元/瓶。此
外，前10000瓶，股东每购买2瓶，可另外获赠“迎驾
贡酒乙巳年纪念酒”（52度999ml）1瓶。

同为上市酒企的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舍得酒业”）也为股东带来实实在在的优
惠。舍得酒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开展的“舍得酒业
2025年股东回馈”活动，截至4月22日收市后登记
在册的股东，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购买股东大会纪
念酒。

生物医药领域江苏爱朋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爱朋医疗”）发布公告称，在5月7日收市
后登记在册的持有公司股份1000股（含）以上的股
东，可免费领取诺斯清生理性海水鼻腔护理喷雾器
儿童装1瓶及小诺护眼喷雾1瓶。值得一提的是，这
已是爱朋医疗连续四年开展股东回馈活动。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峡股
份”）也连续多年开展股东回馈活动。海峡股份此前
表示，截至4月1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可为本人及其同行亲友购买特惠船票，但仅可参
与一次活动。

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讲师王雨婷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股东作为上市公司的利
益相关者，对公司的产品和服务有着天然的兴趣和
关注。通过向股东提供产品或服务，公司能够收集
股东的反馈意见，为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
依据。

展望未来，“随着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和投资
者需求的不断变化，股东回馈活动有望成为上市公
司的常态化举措，并在形式和内容上不断创新。”王
雨婷认为，上市公司将更加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并
根据公司的战略定位、产品特点和股东需求，设计出
更加个性化、多元化的回馈活动。

上市公司“花式”开展股东回馈活动
未来有望成常态化举措

本报记者 李 静

5月16日，中式餐饮连锁绿茶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绿茶集团”）成功在港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发
行价7.19港元/股，当天收盘价报6.29港元/股，总市值
为42.36亿港元。

绿茶集团在招股书中表示，IPO募集所得资金净
额将主要用于扩展餐厅网络；设立中央食材加工设
施；升级信息技术系统和相关基础设施；以及用作营
运资金及其他一般企业用途。

事实上，自2021年3月份首次递表以来，绿茶集
团历经4次递表失效，直至2024年12月份第5次提交
申请才获通过。此次绿茶集团港股IPO共引入8家基
石投资者，包括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华宝香
精股份有限公司等产业资本，累计认购约8733万美
元，占全球发售股份的50%。

绿茶集团招股书显示，2021年至2024年，公司营
收从22.93亿元增至38.38亿元，净利润从1.14亿元增
至3.5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27.12%。但与此同时，
公司翻台率却从2021年的3.3次/日降至2024年的3
次/日，人均消费从61.8港元降至56.2港元。

对此，绿茶集团解释称，2024与2023年相比，餐
厅表现整体有所倒退，主要由于消费者行为有所改
变，减少了外出用餐的支出及次数。

近几年，绿茶集团加速扩张。截至2025年4月14
日，绿茶集团餐厅数量为489家，其中一半位于一线
及新一线城市，另一半在二三线及以下城市。根据
灼识咨询报告，2024年按餐厅数量、收入计，绿茶集
团在中国休闲中式餐厅品牌中分别排名第三位、第
四位。

绿茶集团介绍，公司在2024年开设了120家新餐
厅，并计划在2025年、2026年及2027年分别开设150
家、200家、213家新餐厅。

2025年以来，港股市场成为餐饮企业资本化的
主战场。

2月12日，古茗控股有限公司在港交所敲响上市
钟声，成为第三家登陆港股的内地茶饮品牌；3月3
日，蜜雪冰城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港交所挂牌；5月8
日，沪上阿姨（上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在港交
所成功上市。

除了已经成功上市的企业外，还有部分餐饮企
业正在排队冲刺港股IPO。例如，中式快餐头部品牌
安徽老乡鸡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于今年1月3日向港交
所递交招股说明书；4月15日，广州遇见小面餐饮股
份有限公司也向港交所提交了招股书。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
始院长朱克力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港股市场对
商业模式创新容忍度更高。此外，香港交易所近年
来简化中概股回流机制，降低二次上市门槛，形成了
良性循环。

绿茶集团五战港股终圆梦
餐饮企业赴港上市热情高涨

本报记者 贾 丽

160年前，国际电信联盟在电
报的嘀嗒声中诞生。160年后，中
国电信产业在AI与算力的轰鸣声
中迈向全球顶峰。

这背后是一组震撼的数字：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
领先的 5G网络以及光纤网络，信
息基础设施持续夯实。根据工信
部最新数据，截至 3月底，我国累
计建成5G基站439.5万个；具备千
兆网络服务能力的10G PON端口
数达 2925万个，在全国 86个城市
的168个小区、工厂和园区开展万
兆光网试点……

从万兆光网到 6G预研、从算
力网络到AI原生通信，中国电信
产业奔腾向前，在移动通信技术
演进、全光网建设、卫星通信等
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1ms
城市算网加速落地应用，通信技
术与算力、AI 融合场景迭出，展
现出全产业链协同创新的蓬勃
活力。

在5·17世界电信日前夕，《证
券日报》记者深入江西、内蒙古等
地，探寻中国电信业如何以创新
为矛，以融合为盾，在数字浪潮中
破局图新。

“双万兆”赋能
产业焕新颜

在江西景德镇陶溪川的陶瓷
工坊里，5G-A网络支撑的8K显微
直播让千年瓷艺在数字世界中焕
发新生。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分公司在三宝数字文化产业
基地，打造了全球首个陶瓷产业万
兆光网直播基地，实现了 10Gbps
下载/1Gbps上传的超高速率，有力
支撑了8K显微教学和“数字瓷宫”
文化“出海”。

“接入万兆光网后，基地年产
值突破2亿元，直播等应用更为顺
畅。万兆光网与 5G-A 的协同创
新，正推动‘千年瓷都’向‘数字瓷
都’转身。”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景德镇分公司市场经营部主任
助 理 王 玉 琪 对《证 券 日 报》记
者说。

在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贵溪冶炼厂，基于万兆骨干网的
毫秒级数据采集网络支撑，AI工
业模型实现智能配料、闪速炉数
模等创新应用，使装酸效率提升
75%；公司旗下德兴铜矿则通过超
低时延网络实现电机车无人驾
驶，生产效率提升33%。

在“双万兆”（无线 5G-A和有
线万兆光网）加持下，千行百业正
在焕发新貌，有望迈入“微秒级响

应”时代。
这背后是，我国电信产业链

正加速以“双万兆”技术为核心构
建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其中，
5G-A技术提供空口万兆速率、时
延压缩等，万兆光纤网络打造全
光底座，二者共同形成高速泛在
的连接能力，并与AI技术加速融
合，形成“双万兆+AI”，推动民生
服务和行业数字化转型，助推我
国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
数 字 底 座 建 设 与 应 用 迈 上 新
台阶。

今年 1月份，《工业和信息化
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万兆光网试点
工作的通知》出台，提出到2025年
底，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城市和地
区，聚焦小区、工厂、园区等重点
场景，开展万兆光网试点。以试
点工作为牵引，推动产业链各方
加快协同解决目前万兆光网落地
应用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带动我
国万兆光网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
取得突破，促进构建万兆光网成
熟产业链和完备产业体系，有序
引导万兆光网从技术试点逐步走
向部署应用。

政策驱动下，“双万兆”相关
试点工作正在多地有序推进，一
张高速网正不断拉开。运营商也
在持续升级“5G-A+万兆光网”网
络能力，加码 5G-A 商用网络部
署，在小区、工厂、园区等重点场
景开展万兆光网试点，推动网络
向超高速、大容量、智能化升级演
进，陆续支撑起并行直播、工业互
联、低空经济、智能医疗等垂直应
用的落地。

“2025年，中国电信关键技术
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5G-A加速
规模部署，应用领域从工业向民
用拓展；6G研发取得突破，太赫兹
通信试验速率突破 1Tbps；低轨卫
星互联网完成星座组网；部分量
子城域网投入商用等。同时，随
着网络带宽的需求呈爆发式增
长，行业急需加快推动‘千兆光
网’向‘万兆光网’演进。而‘双万
兆’可以为工业 4.0、元宇宙、数字
孪生、高精度工业质检等前沿应
用提供确定性网络保障。这些创
新正推动电信业从连接管道向智
能化数字服务生态转型，为数字
中国建设注入新动能。”中国通信
工业协会副会长韩举科在接受

《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

资本涌入
商用全面提速

试点发令枪声响起，各地加
码布局“双万兆”，其中，运营商与
多家产业链上市公司成为助推建

设的主力军。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市分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联通”）于近日发布全国首
个“双万兆+AI”融合创新行动计
划，截至目前，北京联通万兆宽
带能力已覆盖京城超 50%的小
区，预计在今年年内实现城区万
兆网络全覆盖，AI终端渗透率超
30%。

江西持续推进光网普及提
质，“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万
兆工厂试点”等4个项目入选工业
和信息化部万兆光网试点名单。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 分 公 司 建 成 了 全 国 最 大 的
10G PON 网络，正在实施万兆宽
带布局。在万兆光网升级方面，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
司构建起了端到端的万兆网络
能力。

此外，山东、陕西等地也均宣
布加速“双万兆”网络试点。

“‘双万兆’作为未来数字化
发展的关键支撑，各地积极布局，
市场前景广阔，将为万物互联提
供坚实网络基础。”中关村信息消
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认为。

“双万兆”的加速奔跑也在推
动产业链发展提速。上市公司
中，浙江兆龙互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正在加码布局万兆光网的布
线基础设施建设；长飞光纤光缆
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球最大的光
纤预制棒、光纤和光缆供应商之
一，在光通信产业链上游占据重
要地位。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亨通光电”）以 50G
PON、AI 等技术为利器，打造了

“万兆工厂”项目。
走进亨通光电万兆工厂，“线

缆”在记者面前全部“消失”，284
个端口、64台设备全部实现“光纤
直连”。万兆网络支撑的在线检
测系统，让每件产品都得到精准
监测，效率大幅提升。

亨通通信产业集团总裁、亨
通光电总经理张建峰表示，未来
AI与万兆光网的融合，将为工业

智能决策等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公司联合合作方正将万兆工厂的
价值辐射到产业链上下游，助力
制造业数智化转型。

此外，华为、中兴、vivo、小米、
数听视界等品牌也共同成立了北
京联通双万兆生态联盟，将协同
推 进“ 双 万 兆 ”AI 赋 能 行 动 的
开展。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为”）中国运营商 Marketing
部部长蹇飒表示，2025 年“双万
兆”产业将进入商用全面加速阶
段。AI赋能“双万兆”网络，推动
AI与业务的融合创新，为行业发
展开拓新空间。

随着企业“跑步”进入，“双万
兆”相关产业投资规模正在急剧
扩大。市场数据显示，仅从 5G-A
来看，2025年中国5G-A相关投资
预计达1200亿元，将带动基站、终
端等产业链增长。万兆光网涉及
网络设备制造、铺设安装、后期维
护等一系列产业链环节，也将吸
引大量的资金投入，促进相关产
业发展。

构建新生态
从“用得上”到“用得好”

“双万兆”试点工作正在如火
如荼推进。业内初步统计，全国
已有20余个城市启动万兆光网试
点，并聚焦工业、园区等场景开展
技术验证。

与此同时，“双万兆”网络建
设正处于从试点验证向规模商
用过渡的关键阶段，尚有较长的
路要走，如何实现成本与商业模
式的平衡，也是行业需要思考的
难题。“万兆设备成本是千兆网
络的 3 倍至 5 倍，而消费者对溢
价接受度有限。部分中小型企
业仍面临投资回报周期长的压
力。”一位电信领域投资人告诉
记者。

与此同时，相关技术融合存
在复杂性，如 5G-A 需同步解决
3CC载波聚合、通感一体等技术协
同，工业场景中 OTN 与 TSN 网络

时延差异达微秒级，影响高端制
造控制精度。

在应用生态培育上，我国产
业链亦在加速前行。“当前 87%的
国民经济大类仍以千兆满足需
求，真正需要万兆的元宇宙、远程
手术等场景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北京前沿金融监管科技研究院研
究员马超对《证券日报》记者如
是说。

他认为，目前需加速统一行
业标准体系，并在切片管理、QoS
保障等层面建立统一框架。中国
信通院正在制定的《双万兆网络
融合架构白皮》值得期待。同时，
华为等企业在青岛试点的智能超
表面基站已实现 200 米覆盖增
强，这种创新可能成为破解室内
覆盖难题的关键。产业链企业在
算网一体新型架构上，也正在加
速构建“边缘AI计算+万兆传输”
的算力网络模式，未来将持续探
索端侧 AI 推理与网络切片深度
耦合。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
长闻库表示，算网基础设施是城
市数智化转型的核心底座，业界
需强化标准引领、技术创新和国
际 合 作 ，以 推 动 1ms 城 市 算 网
发展。

“我国电信业已率先迈入‘双
万兆’时代，不仅以全球领先的网
络基建优势重塑数字生态，更将
推动智能汽车、无人机、移动支付
及智慧城市等产业及场景实现

‘算网融合’的跨越式发展。‘双万
兆+AI’可以说是中国电信产业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一 跃 。”项 立
刚说。

项立刚认为，“双万兆”的“新
速度”为中国电信产业带来新机
遇，每一毫秒的突破，都在为数万
亿元级产业生态打开新的“时间
窗口”。

站在“十四五”收官的历史节
点，我国电信业正以“双万兆”为
引擎，实现从“用得上”到“用得
好”、从“建网络”到“建生态”的跃
迁，持续为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
湃新动能。

“双万兆+AI”双引擎助推 电信产业奔腾向前

■ 贾 丽

在 5·17 世界电信日到来之
际，我国“双万兆”网络建设取得
实质性进展。近日，多地陆续展
示其“双万兆”成绩单：四川已经
实现工业园区万兆光网全覆盖；
广西在全区14个地市全面开展万
兆光网试点建设；北京实现万兆
全光宽带规模化发展和万兆移动
网络深度覆盖；山东5G-A典型应
用场景发布及“万兆+AI”园区工
作启动。

以 5G-A 和万兆光网为代表
的“双万兆”，已经逐步成为众多

前沿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关键支
撑。在智能制造园区，万兆网络
实现设备全连接，使生产效率大
幅提升；在远程医疗领域，手术直
播的普及让优质医疗资源跨越地
理阻隔……

这一信息基础设施的升级，
不仅代表着我国电信技术能力的
全面升级与加速领跑、新型信息
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数字底座建
设与应用迈上新台阶，也是推动
产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契机。

笔者认为，下一步，各地更好
推动“双万兆”技术从试点示范向
规模化商用有序过渡，使其真正

成为支撑算网融合创新和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
可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协同
发力：

其一，夯实技术底座，突破关
键瓶颈。

当前产业链需重点攻克 50G
PON 光模块国产化、5G-A 毫米
波组网等核心技术，建立自主可
控的产业生态。各地可以设立

“双万兆”专项攻关基金，支持企
业联合高校开展太赫兹通信等前
沿技术研发，力争实现核心器件
国 产 化 率 在 三 年 内 的 实 质 性
提升。

其二，深化场景融合，培育
“双万兆+AI”产业生态。

各地可以优先在智能工厂、
远程医疗、直播文旅等领域开展
示范应用，如灵活试点“双万兆+
AI”融合技术，打造“双万兆+工业
互联网”标杆工厂；在医疗领域支
持医院开展 4K/8K 远程手术示
教；在文化领域推动8K超高清视
频内容规模化生产，从而形成可
复制的商业模式。

其三，完善制度保障，优化发
展环境。

目前，产业涉及的相关频谱
政策仍在完善之中，相关资费体

系仍不明晰，安全标准也有待统
一。对此，各地可以联合产业链
探索动态调整 6GHz 等中频段资
源分配，推行“速率分级+场景定
价”新模式，建立端到端网络切
片安全评估机制，通过多维度创
新降低使用成本，并以“链主”育

“链长”，打造中小企业创新的
沃土。

“双万兆”网络的全面建设，
需要各方着眼于前沿技术协同发
力，从而推动其真正成为数字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为电
信产业升级和数字中国建设注入
持久动能。

三方面协同发力 促“双万兆”从试点稳步走向商用

图①首个陶瓷产业万兆光网基地直播间正在直播售卖茶叶和陶瓷
图②中国电信在“双万兆”网络覆盖场景测速
图③江西铜业集团的创新产品及材料展示 本组照片贾丽/摄


